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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阳坳陷沾化凹陷沙一下亚段优质烃源岩成因分析

宫红波１） ， 孙耀庭２） ， 刘静３） ， 李辉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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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沾化凹陷发育沙四上亚段、沙三下亚段和沙一下亚段 ３ 套烃源岩，前人对沙一下亚段烃源岩未进行

深入研究。 本文利用有机地球化学方法对沾化凹陷沙一下亚段烃源岩品质进行分析，研究表明沙一下亚段烃源岩

有机质丰度高、干酪根类型以Ⅰ型为主，为优质烃源岩；烃源岩沉积中心位于渤南洼陷，但孤南洼陷烃源岩品质最

好。 孤北洼陷和孤南洼陷的部分烃源岩达到大量排烃阶段，所以勘探开发研究应重视来自沙一下亚段烃源岩的贡

献。 沉积环境分析表明，沙一下亚段沉积期沾化凹陷构造沉降速率较小，气候为北亚热带至暖温带中等偏干旱气

候，均不支持形成优质烃源岩。 沙一下亚段高品质烃源岩的形成的主要原因是高盐度导致湖泊的高生产力和良好

的水体分层。 湖盆高盐度是由于鲁佩期的海侵导致，海侵沿孤南洼陷—孤北洼陷—渤南洼陷的方向推进，导致孤南

洼陷虽然不是沉积、沉降中心，但烃源岩品质最好。
关键词：优质烃源岩；沙一下亚段；沉积环境；古气候；海侵；沾化凹陷

　 　 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湖相烃源岩研究取得巨大进

展，石油地质工作者意识到对油气藏做出贡献的只

有少量优质烃源岩，这些烃源岩往往厚度不大（通
常＜５０ ｍ），但是有机质丰度高、类型好，具有较高的

生烃潜力和排烃强度（张林晔等， ２００３； Ｈａｏ Ｆａ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９）。 受构造运动和古气候的共同控制，济阳

坳陷古近系经历了多个沉积旋回 （鄢继华等，
２００７），发生过多次湖侵过程，形成沙四上亚段、沙
三下亚段和沙一下亚段等烃源岩富集层段，岩性以

深湖相页岩、油页岩和纹层泥岩为主， 具有较强的

沉积韵律性（李丕龙， ２００４）。 不同烃源岩层的分布

和质量存在很大差别。 前人对沙四上亚段和沙三下

亚段成熟烃源岩地球化学特征、生烃演化过程和沉

积环境进行了较为详细的研究，陈中红等（２００４）对
东营凹陷沙三段烃源岩品质进行了系统分析，认为

湖盆的旋回式沉积及湖平面的波动性变化导致了沙

三段烃源岩强烈的非均质性，钟建华等（２０１５）通过

恢复三角洲前积层的高度，表明东营凹陷古近纪沙

三期为深水沉积环境。 而沙一下亚段烃源岩由于成

熟度较低，对油气的供给作用未予以足够重视，研究

尚不系统、深入，制约了沙一段及其上部层系油气成

藏的认识。 本文从矿物组成、地球化学特征分析入

手，对济阳坳陷沾化凹陷沙一下亚段烃源岩形成条

件进行了深入分析，为沾化凹陷浅层勘探提供了有

益补充。

１　 区域地质概况

沾化凹陷位于渤海湾盆地济阳坳陷的东北部，
西北侧以义和庄凸起和埕东凸起与车镇凹陷相隔，
南侧以陈家庄凸起与东营凹陷相连，东侧以长堤—
孤东潜山和垦东凸起与渤中坳陷相连，凹陷内包括

渤南洼陷、孤北洼陷和孤南洼陷等多个负向构造单

元和孤岛凸起 １ 个正向构造单元，总体上都呈 ＮＥＥ
走向，为北断南超的箕状断陷构造格局，面积约

３８００ ｋｍ２。 沾化凹陷以太古界为结晶基底，在元古

代、古生代和中生代为地台盖层沉积阶段，经燕山运

动二幕发生的强烈断裂变动后，开始进入盆地发育

阶段（李伟等， ２００６）。 新生代古近纪为箕状断坳盆

地，新近纪为断裂活动较弱的坳陷盆地。
沙一下亚段位于渐新统（沙二上—东营组二级

层序）下部，与下伏沙二上亚段地层呈整合接触，地
震剖面上为为一组中振幅、高连续的反射相位；沙一

下亚段呈北厚南薄、东厚西薄的特征，沉积厚度 ５０～
２００ ｍ，分布范围达 １２００ ｋｍ２。 钻井剖面上，底部



图 １ 济阳坳陷沾化凹陷区域位置、构造格局及沙一段生烃洼陷发育特征

Ｆｉｇ． １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ｅｃｔｏｎｉｃ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ｏｆ ｔｈｅ Ｚｈａｎｈｕａ Ｓａｇ， Ｊｉｙａｎｇ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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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济阳拗陷沾化凹陷沙一下亚段（古近系沙河街组一段下亚段）地层综合柱状图及相应层位岩芯或薄片特征

Ｆｉｇ． ２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ｓｔｒａｔｉｇｒａｐｈｉｃ ｃｏｌｕｍｎ ａｎｄ ｃｏｒｅｓ ｏｒ ｓｌｉｃ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ｅ ｌｏｗｅｒ Ｅｓ１（ｔｈｅ １ｓｔ Ｍｅｍｂ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Ｅｏｃｅｎｅ Ｓｈａｈｅｊｉ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Ｚｈａｎｈｕａ Ｓａｇ， Ｊｉｙａｎｇ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岩性为薄－中厚层灰黄色白云岩、灰色灰岩、生物灰

岩与油页岩互层，向上过渡为深灰色泥岩与深灰色、
褐灰色泥岩互层（图 ２），含有大量介形虫、微小腹足

类和微小薄壳双壳类等实体化石（张存霞， ２０１５）；
测井曲线特征表现为自然电位曲线较平直，底部可

见不规则的低幅度鼓包负异常 （罗群和卫建荣，
２００８），视电阻率曲线由上往下逐步抬高，底部电阻

为高阻尖峰的“剪刀电阻”。

２　 烃源岩特征

２．１　 烃源岩分布特征

沙一下亚段为油页岩与油泥岩互层，夹薄层白

云岩，白云质泥岩，是一套优质烃源层，有机质丰度

高，成熟度低，通过对 １４６ 口井钻遇烃源岩的厚度进

行统计表明，沙一下亚段烃源岩厚度一般在 ２０～１４０
ｍ，沉积中心位于义东断层和埕东断层下降盘，最大

厚度＞１４０ ｍ（图 ３），孤南—富林洼陷最大厚度＞８０
ｍ。 根据对孤南 １３７、义深 ９、桩 ２５ 等井岩芯观察表

明，沙一下亚段油页岩页理发育，它是由白云岩、白
云质泥岩、灰色泥岩等不同岩性组成的韵律层。 这

些页岩的页理由颗石藻层组成，层厚 ０ １ ～ ０ ５ ｍｍ。
在孤南洼陷发现的渤海网窗石 （ Ｒｅｔｉｃｏｌｏｆｆｅｎｅｓｔｒｓ
ｂｏｈａｉｅｎｎｓｉｓ），个体小，种类少，与黄铁矿共生，说明颗

石藻在陆相湖盆的闭塞环境中发生了变异现象（王
广利，２０１０），颗石藻层与暗色泥质层呈水平纹层状

互层，反映水体非常平静，湖水能量很弱。
２．２　 烃源岩地球化学特征

２．２．１　 有机质丰度

本次研究对渤南洼陷、孤北洼陷、孤南洼陷和富

林洼陷钻遇的沙一下亚段烃源岩进行采样分析（其
中渤南洼陷 １０２ 块，孤北洼陷 ７９ 块，孤南洼陷 ８７
块，富林洼陷 ４６ 块），分析在中国石化股份公司胜

４３６ 地　 质　 论　 评 ２０１９ 年



图 ３ 济阳拗陷沾化凹陷沙一下亚段烃源岩分布特征

Ｆｉｇ． 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ｙｄｒｏｃａｒｂｏｎ ｓｏｕｒｃｅ ｒｏｃｋｓ ｉｎ ｔｈｅ ｌｏｗｅｒ Ｅｓ１ ｉｎ ｔｈｅ Ｚｈａｎｈｕａ Ｓａｇ， Ｊｉｙａｎｇ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利油田分公司勘探开发研究院石油地质测试中心进

行，测试结果见表 １，沙一下亚段烃源岩平均有机碳

含量高达 ５ ８％，生烃潜量 Ｓ１ ＋Ｓ２平均为 ６８ ４‰，氯
仿沥青 “ Ａ” 含量平均高达 １ ０２％，ＨＩ 平均高达

８７ ２‰，表明沙一下亚段烃源岩均为优质烃源岩。
在各洼陷中，以孤南洼陷烃源岩的生烃潜力最高。

表 １ 济阳拗陷沾化凹陷沙一下亚段烃源岩地球化学分析数据表

Ｔａｂｌｅ １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ｄａｔａ ｏｆ ｔｈｅ ｌｏｗｅｒ Ｅｓ１ ｈｙｄｒｏｃａｒｂｏｎ ｓｏｕｒｃｅ ｒｏｃｋｓ ｉｎ ｔｈｅ Ｚｈａｎｈｕａ Ｓａｇ， Ｊｉｙａｎｇ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地区 ＴＯＣ（％） Ｓ１＋Ｓ２（‰） 氯仿沥青 “Ａ”（％） ＨＩ（‰） Ｒｏ（％）

渤南洼陷 ２．８３～７．５６ ／ ４．３６ ２８．６～７２．６ ／ ４１．６ ０．２３～１．２６ ／ ０．６１ ４２．４～８９．６ ／ ５８．２ ０．３７～０．８９ ／ ０．５６
孤北洼陷 ３．５２～９．８５ ／ ５．５８ ３６．５～８９．６ ／ ５３．１ ０．２８～１．８９ ／ ０．８３ ５６．４～１１５．５ ／ ７１．６ ０．５６～１．１８ ／ ０．８１
孤南洼陷 ４．１３～１２．４８ ／ ６．８７ ４３．５～１０５．６ ／ ６１．６ ０．３５～２．３６ ／ １．１４ ８７．６～１３４．３ ／ ９８．４ ０．５４～１．１２ ／ ０．７９
富林洼陷 ３．８４～８．４２ ／ ４．８９ ４０．３～８２．９ ／ ５０．２ ０．３４～１．９１ ／ ０．８９ ６４．７～１１３．５ ／ ７６．９ ０．３１～０．５６ ／ ０．３９

　 注：最小值～最大值 ／ 平均值

２．２．２　 有机质类型

烃源岩的有机质类型决定了其生油气能力的高

低，有机质的原始来源是活的有机体，发育于湖泊、
沼泽及陆地环境的生物，是陆相断陷盆地有机质的

基本来源，由于低等水生生物体类脂化合物含量较

草本植物和木本植物高，因而同等丰度条件下以低

等水生生物组合为主要来源的腐泥型有机质具有更

高的生烃潜力。
有机岩石学研究表明，烃源岩中有机质以分散

有机质和有机质富集层两种方式赋存 （姜雪等，
２０１０； 孙耀庭等， ２０１５ａ），优质烃源岩主要以有机

质富集层方式赋存。 沾化凹陷沙一下亚段烃源岩主

要为纹层状泥页岩（渠芳等，２０１１），纹层由含少量

黏土矿物的有机质纹层和钙质纹层组成，两者之间

呈平行微波状（图 ４ａ），纹层厚 ０ １～０ ５ ｍｍ，钙质纹

层较有机质纹层厚（图 ４ｂ），且富含颗石藻化石（图
４ｃ）。 颗石藻是钙质超微化石的现代类型，是一类

单细胞生物，由细胞核、载色体、胶质层和细胞膜组

成，胶质层内或表面由数量不等的球形至卵形的颗

石组成颗石球，颗石藻死亡后颗石球解体为许多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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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济阳拗陷沾化凹陷沙一下亚段烃源岩有机岩石学特征

Ｆｉｇ． ４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ｐｅｔｒｏｌｏｇｙ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ｈｙｄｒｏｃａｒｂｏｎ ｓｏｕｒｃｅ ｒｏｃｋｓ ｉｎ ｔｈｅ ｌｏｗｅｒ Ｅｓ１ ｉｎ ｔｈｅ Ｚｈａｎｈｕａ Ｓａｇ， Ｊｉｙａｎｇ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ａ） 油页岩有机质纹层，（邵 ３８ 井，１８５４ ３ ｍ）；（ｂ） 层状藻，（孤南 ２７ 井， ２１５７ ５ ｍ， ×１００， 单偏光）；（ｃ） 渤 ９９１ 井， ２８４８ ５ｍ， ×４０， 单偏

光）； （ｄ） 钙质页岩中的颗石藻， （渤 ９９１ 井， ２８４８ ５ｍ， ×１００， 单偏光）；（ｅ） 海松藻（老 ９ 井， ３０１０ ５ｍ， ×４０， 单偏光）；（ｆ） 藻类及壳质

组分有弱荧光，成熟度低于 １ ０％（孤南 ２９ 井， ２６６０ ３ ｍ， ×１００， 单偏光）
（ ａ） Ｏｒｇｇａｎｉｃ ｌａｍｉｎａ ｉｎ ｏｉｌ ｓｈａｌｅ， ｔｈｅ Ｗｅｌｌ Ｓｈａｏ⁃３８，１８５４ ３ ｍ； （ｂ） ｓｔｒａｔｉｆｏｒｍ ａｌｇａｅ， ｔｈｅ Ｗｅｌｌ Ｇｕｎａｎ⁃２７，２１５７ ５ ｍ， ×１００， ｐｌａｎｅ ｐｏｌａｒｉｚｅｄ ｌｉｇｈｔ；
（ｃ），（ ｄ） ｃｏｃｃｏｌｉｔｈｕｓ ｉｎ ｃａｌｃａｒｅｏｕｓ ｓｈａｌｅ，ｔｈｅ Ｗｅｌｌ Ｂｏ⁃９９１，２８４８ ５ｍ， （ ｃ） ×４０ ｐｌａｎｅ ｐｏｌａｒｉｚｅｄ ｌｉｇｈｔ， （ ｄ） ×１００， ｐｌａｎｅ ｐｏｌａｒｉｚｅｄ ｌｉｇｈｔ； （ ｅ）
ｃｏｄｉａｃｅａｅ， ｔｈｅ Ｗｅｌｌ Ｌａｏ⁃９， ３０１０ ５ ｍ， ×４０， ｐｌａｎｅ ｐｏｌａｒｉｚｅｄ ｌｉｇｈｔ； （ ｆ） ａｌｇａ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ｘｉｎｉｔｅ ｈａｓ ｗｅａｋ ｆｌｕｏｒｅｓｃｅｎｃｅ，ｍａｔｕｒｉｔｙ ｌｅｓｓ ｔｈａｎ １ ０％， ｔｈｅ
Ｗｅｌｌ Ｇｕｎａｎ⁃２９，２６６０ ３ｍ， ×１００， ｐｌａｎｅ ｐｏｌａｒｉｚｅｄ ｌｉｇｈｔ

石，这些颗石即形成钙质超微化石。 沾化凹陷沙一

下亚段发育数个颗石藻化石纹层（图 ４ｃ）。 颗石藻

类是现代海洋初级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其
在水体中生产的一种最显著的方式就是“勃发”。
所谓“勃发”就是藻类在一定的条件下，在一定的时

期可以形成单种的极度生长、富集。 颗石藻勃发对

于生油岩的形成有重要的作用，颗石藻可以在低温

条件下，无须达到通常的生油门限温度，即可生成大

量烃类。
运用透射光荧光分析手段，对沾化凹陷沙一下

亚段 ９６ 个样品进行镜下观察分析表明，有机显微组

分以腐泥组、壳质组为主，腐泥组加壳质组相对含量

大于 ８０％，其中以结构藻类体分布较多，镜下见有

海松藻（图 ４ｅ）、盘星藻等，藻类及壳质组分绝大多

数发弱荧光（图 ４ｆ），见少量孢粉体为松粉及被子类

花粉，为黄色荧光，镜质组含量较低，一般呈灰色至

灰黑色无荧光，少数具暗褐色荧光，烃源岩类型指数

大部分在 ７５ ～ ９２，有机质类型好，为 Ｉ ～ ＩＩ１ 型干酪

根，沙一下亚段烃源岩成烃母质以低等水生生物为

主，有机质类型主要为腐泥型至腐殖腐泥型（表 ２），
有机质方式以富集层方式保存（苗建宇等， ２００３；
王冠民等， ２００５ａ），具有极好的生油潜力。 孤南洼

陷有机质类型明显较其它洼陷好，以腐殖腐泥型混

合有机质为主，具有极好的生烃能力。
２．２．３　 有机质成熟度

干酪根热降解生烃理论为烃源岩的生油气远景

评价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镜质体反射率 Ｒｏ 是

评价有机质成熟度最为有效的指标，不同类型干酪

根具有不同化学结构，沾化凹陷沙一下亚段烃源岩

以Ⅰ型干酪根为主，成熟度阶段划分按照 Ｒｏ＜０ ５％
为未成熟阶段，０ ５％ ＜Ｒｏ ＜ ０ ７％ 为低成熟阶段；
０ ５％＜Ｒｏ＜１ ３％为成熟阶段（生油高峰期）。

利用伊利石结晶度和绿泥石化学成分可以反演

其形成时的古地温及古地温梯度（邱楠生等， ２００４；
柳忠泉等， ２００８），分别对渤南洼陷的义深 ９ 井、孤
北洼陷的桩 ２５ 井和孤南洼陷的孤南 １３２ 井中伊利

石结晶度和绿泥石化学成分的形成深度及其温度资

料进行，得到渤南洼陷古地温梯度为３ ５０℃ ／ 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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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济阳拗陷沾化凹陷沙一下亚段烃源岩有机组分特征

Ｔａｂｌｅ ２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ｈｙｄｒｏｃａｒｂｏｎ ｓｏｕｒｃｅ ｒｏｃｋｓ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ｌｏｗｅｒ Ｅｓ１

ｉｎ ｔｈｅ Ｚｈａｎｈｕａ Ｓａｇ， Ｊｉｙａｎｇ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烃源岩类型
黄铁矿

（％）
腐泥组

（％）

壳 质 组 镜 质 组 惰质组

孢子体

（％）
角质体

（％）
富氢镜质体

（％）
镜质体

（％）
半镜质体

（％）
半丝质体

（％）
丝质体

（％）

孤南洼陷
３．３～４．５

３．８
５５．６～８３．８

６９．１
３．３～５．７

４．２
４．６～６．９

６．３
３．６～１０．５

７．５
２．３～８．４

６．１
１．６～３．７

３．０
／ ／

孤北洼陷
１．９～３．６

２．７
４５．４～７９．３

６５．２
４．５～５．０

４．７
５．３～８．０

６．９
３．９～１１．４

７．７
５．５～８．６

７．２
１．６～４．４

３．２
１．１～２．２

１．８
０．４～０．７

０．６

渤南洼陷
２．２～４．２

３．１
４６．７～８０．６

６４．３
４．２～５．２

４．８
４．５～９．０

６．５
３．７～１２．３

８．１
５．２～９．６

７．５
１．８～４．９

３．５
１．．３～２．０

１．７
０．１～０．８

０．５

　 注：
最小值～最大值

平均值
，“ ／ ”表示未检测到数据

图 ５ 济阳拗陷沾化凹陷沙一下亚段烃源岩 Ｒｏ 分布特征

Ｆｉｇ． ５ Ｒｏ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ｙｄｒｏｃａｒｂｏｎ ｓｏｕｒｃｅ ｒｏｃｋｓ ｉｎ ｔｈｅ ｌｏｗｅｒ Ｅｓ１ ｉｎ ｔｈｅ Ｚｈａｎｈｕａ Ｓａｇ， Ｊｉｙａｎｇ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ｍ，孤南洼陷古地温梯度为 ３ ８０ ℃ ／ １００ ｍ，孤北洼

陷古地温梯度为 ３ ７０ ℃ ／ １００ ｍ。 由于沾化凹陷钻

井实测 Ｒｏ 数据较少，在地温梯度分析基础上展开

了盆地数值模拟计算求取 Ｒｏ 值，计算 Ｒｏ 值与钻井

实测 Ｒｏ 值误差较小，所以可以用盆地模拟计算 Ｒｏ
值近似代替钻井实测 Ｒｏ 值，在此基础上获得沙一

下亚段烃源岩 Ｒｏ 平面分布图（图 ５）。 由图 ５ 可见，
邵家洼陷、富林洼陷沙一下亚段烃源岩 Ｒｏ＜０ ５，烃
源岩未成熟；渤南洼陷、孤北洼陷和孤南洼陷沙一下

亚段烃源岩 Ｒｏ＞０ ５％，已进入低熟阶段，其中孤北

洼陷和孤南洼陷部分烃源岩已进入进入生烃高峰阶

段（Ｒｏ＞０ ７％），目前在孤北洼陷和孤南洼陷周边已

发现来自沙一下亚段烃源岩生成的油气，也说明了

这一点。
２．３　 生烃特征研究

沙一下亚段为水进体系域下沉积的一套主要由

钙质纹层页岩和深灰色泥岩组成的优质烃源层。 沙

一段甾类分子化石丰富，甾烷 ／藿烷为 ０ ５９ ～ ０ 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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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降胆甾烷发育，ＮＣＲ 高达 ０ ９３ ～ ０ ９８；Ｃ２８甾烷占

规则甾烷的 ２５％～４８％，平均为 ３１％，Ｃ２９４⁃甲基甾烷

占 Ｃ２８ ～ Ｃ３０ ４⁃甲基甾烷的 ２９％ ～ ６７％，平均为 ４１％，
甲藻甾烷占 Ｃ３０ 甲基甾烷的 ４３％ ～ ７８％，平均为

６２％，三芳甲藻甾烷为 ４８％ ～ ７４％，平均为 ６６％。 未

成熟样品中不仅有 “４α⁃” 构型的甲藻甾烷，还有

“４β⁃”构型，甚至检测到了 Ｃ３１４⁃甲基甾烷，它们来源

于沟鞭藻或颗石藻的贡献。 钙质纹层页岩在肉眼下

即可显示出浅色层和暗色层相间的特征，在扫描电

镜下进一步观察发现它实际上是由钙质超微化石纹

层和富含沟鞭藻化石的有机质纹层组成（王广利，
２０１０）。 ＤＢＴ ／ Ｐ 和 Ｐｒ ／ Ｐｈ＜１，为强还原和贫硫的环

境。 γ 蜡烷十分发育（图 ６），γ 蜡烷 ／ Ｃ３０藿烷为 ０ １７
～０ ７８，反映出水体的咸化和分层；Ｔｓ 丰度低，Ｔｓ ／
Ｔｍ 小于 ０ ８，此外还发育 Ｃ２６ 甾烷 （孙耀庭等，
２０１５ｂ），Ｃ２９甾烷 ２０Ｓ ／ （２０Ｓ＋２０Ｒ）值小于 ０ ３２，以形

成低熟油为主。 Ｃ３１ ～ Ｃ３５１７α⁃藿烷丰度呈阶梯式下

降，且 Ｃ３５＜Ｃ３４藿烷，为半咸水还原沉积环境产物（罗
群和卫建荣，２００８）。

图 ６ 济阳拗陷沾化凹陷沙一下亚段烃源岩甾烷、萜烷特征

Ｆｉｇ． ６ Ｓｔｅｒａｎｅ ａｎｄ ｔｅｒｐａｎ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ｈｙｄｒｏｃａｒｂｏｎ ｓｏｕｒｃｅ ｒｏｃｋｓ ｉｎ ｔｈｅ ｌｏｗｅｒ Ｅｓ１ ｉｎ ｔｈｅ Ｚｈａｎｈｕａ Ｓａｇ， Ｊｉｙａｎｇ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相比于沙四上亚段和沙三下亚段，沙一下亚段

是沾化凹陷古生产力最高的层段，生烃潜力大，但沾

化凹陷大多处在未成熟－低成熟阶段，在孤北洼陷

和孤南洼陷见到成熟烃源层，其既可以生成低熟油

（陈建渝等，２００２），也可以生成成熟油，既可以单独

成藏，也可以与来源于其它烃源层的油气形成混源

油气藏，应引起勘探开发工作者的足够重视。

３　 烃源岩成因分析

３．１　 构造演化条件

对于陆相断陷盆地而言，构造运动尤其是断裂

活动控制着盆地古地理面貌，决定着盆地蓄水空间

的形成与消亡，是湖盆形成的决定性因素（刘培等，
２０１３）。 济阳坳陷构造演化具有多幕裂陷、多旋回

叠加的特征，北北东向断层在古近纪的开始活动时

间是沙四期或沙三期（方旭庆等， ２０１３），从早至晚

具有活动性减弱的变化规律，多在沙一期出现活动

性增强的现象（彭存仓， ２００９），义东断层活动速率

达 １００ ｍ ／ Ｍａ，埕东断层活动速率达 ８５ ｍ ／ Ｍａ（图

１），烃源岩沉积中心位于义东断层和埕东断层下降

盘，说明其发育明显受到这 ２ 条断层的控制。 在区

域伸展环境下，裂陷期的快速沉降和较低的欠补偿

环境，为形成半深水—深水湖盆提供了条件，也有利

于有机质的保存，形成优质烃源岩。
３．２　 古气候条件

沾化凹陷古近纪的微体化石中，对气候反映最

敏感的是孢子和花粉（孢粉）。 通过孢粉化石的统

计、分析，可以恢复当时的植物群面貌，进而恢复古

气候（李守军等， ２００３）。 因为在不同研究阶段采用

的地层划分系统和孢粉（植物）的环境分类有所不

同，对各个时期古气候的认识观点也有分歧。 根据

孢粉母体植物对气温的适应性，分为喜热组、喜温组

和广温组，利用喜热组与喜热阻和喜温组的比值作

为温度指标；根据孢粉母体植物对湿度的适应性，分
为湿生组、旱生组和中生组，利用湿生组与湿生阻和

旱生组的比值作为湿度指标（刘占红等， ２００７）。 分

别计算沙河街组和东营组各亚段各生态组的平均含

量和每个盖片的平均个数的基础上计算温度指标和

湿度指标，据此恢复了各个时期的气候干—湿、冷—
热和气候带条件。 孢粉分析表明，沙一下亚段沉积

期，孢粉以松粉、杉粉、麻黄粉、榆粉、枫香粉、栎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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唇形三沟粉为主，气候为北亚热带至暖温带中等偏

干旱气候。
气候变化控制着降雨量、蒸发水量，从而控制着

河水注入以及沉积物供应，进一步影响着湖平面的

变化（王冠民和林国松， ２０１２），对烃源岩的发育具

有重要的控制作用。 与烃源岩发育关系尤为密切的

是适当的温度条件和适宜的湿度条件，孢粉、藻类组

合所代表的植物群类型是敏感的古气候标志，可以

指示古环境的温度和湿度变化（刘占红等， ２００７），
前人利用孢粉资料对渤海湾盆地的古气候条件已经

进行了系统恢复（徐长贵等， ２００５），研究表明渤海

湾盆地古近纪处于暖温带至亚热带，气候变化的总

趋势是由暖变冷，由亚热带到温带过渡的特征。 沾

化凹陷沙四上亚段和沙三下亚段烃源岩发育时期均

为暖热湿润的气候条件，说明温暖湿润的气候条件

对湖相优质烃源岩发育的重要控制作用。 气候对有

机质保存的作用体现在温暖湿润的气候环境形成较

高的初始生产力，而较高的初始生产力形成的大量

富有机质沉积大量消耗底层水中的氧，是形成还原

环境的基础；而沙一下亚段沉积期，气候为北亚热带

至暖温带中等偏干旱气候，温度相比沙三下亚段沉

积期有所下降，气候偏干旱，但水体较深（ ＞８０ ｍ），
说明沙一下亚段沉积期气候因素不是烃源岩形成的

主要原因。
３．３　 古盐度分析

古盐度是指记录在古代沉积物中的古代水体的

盐度，可作为分析地质历史时期沉积环境特征的一

个重要标志（Ｂｏｈａｃｓ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０； 李进龙和陈东敬，
２００３）。 目前比较常用的古盐度指标是 ｗ （ Ｓｒ） ／ ｗ
（Ｂａ）值（孙耀庭等， ２０１５ａ），划分标准为：ｗ（Ｓｒ） ／ ｗ
（Ｂａ）＜０ ６ 为淡水环境；０ ６≤ｗ（Ｓｒ） ／ ｗ（Ｂａ）＜１ 为半

咸水环境；ｗ（Ｓｒ） ／ ｗ（Ｂａ）≥１ 为咸水环境。 分别对

孤南洼陷、孤北洼陷和渤南洼陷沙一下亚段共 ６５ 块

岩芯样品进行微量元素分析，测试结果表明，孤南洼

陷 Ｓｒ 含量为 ３１～１３３μｇ ／ Ｌ，Ｂａ 的含量为 ２６ ～ ７２ μｇ ／
Ｌ，绝大多数样品落入咸水环境区，少量样品落入半

咸水环境区；孤北洼陷 Ｓｒ 含量为 ３２ ～ １２０μｇ ／ Ｌ，Ｂａ
的含量为 ３２～８３ μｇ ／ Ｌ，落入咸水环境区和落入半咸

水环境区的样品数相当；渤南洼陷 Ｓｒ 含量为 ３０～６９
μｇ ／ Ｌ，Ｂａ 的含量为 ４１～８２ μｇ ／ Ｌ，绝大多数样品落入

半咸水环境区，少量样品落入咸水环境区（图 ７）。
这说明孤南洼陷古盐度最高，孤北洼陷次之，渤南洼

陷古盐度最小。

图 ７ 济阳拗陷沾化凹陷沙一下亚段 ｗ（Ｓｒ） ／ ｗ（Ｂａ）图解

Ｆｉｇ． ７ ｗ（Ｓｒ） ／ ｗ（Ｂａ） Ｇｒａｐｈｉｃ ｏｆ ｔｈｅ ｌｏｗｅｒ Ｅｓ１

ｉｎ ｔｈｅ Ｚｈａｎｈｕａ Ｓａｇ， Ｊｉｙａｎｇ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３．４　 水体封闭性分析

水体分层对有机质保存最为有利，是形成优质

烃源岩的必要条件，水体分层又分为盐度分层和温

度分层 ２ 种类型。 统计表明在盐度较高的湖侵体系

图 ８ 具有明显水体分层的准层序沉积特征（桩 ３１ 井）
Ｆｉｇ． ８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ｐａｒａ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ｌｕｍｎ ｓｔｒａ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ｔｈｅ Ｗｅｌｌ Ｚｈｕａｎｇ⁃３１）

域容易发生水体的分层，相应地有机质最发育。 这

种特征在岩芯的垂向变化上也表现得很明显，图 ８
是桩 ３１ 井的一个准层序，中下部发育页岩、油页岩，
有机质含量高，上部为浅水条件下的钙质泥岩、泥质

白云岩，反映气候的 Ｎａ ／ Ａｌ 指标下部小，上部大，中
间有一个跳跃，代表随水体变浅，蒸发作用迅速增

强；盐度指标从上向下逐渐增加，在旋回的底部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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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点，代表沉积时深水区盐度大，浅水区盐度小，
具有盐度分层的基本特征；相应地，由于水体停滞使

底部水体贫氧，氧化还原电位 Ｅｈ 值向下呈跳跃式

迅速增加；由于有机质的腐烂分解，使水体的 ｐＨ 值

则呈跳跃式迅速降低，这 ２ 者都与水体的停滞有关；
水化学性质也有很大的变化。 上述特征反映了一个

典型的分层湖水的沉积特点，其中的数据跳跃点，代
表了水体沉积时的盐跃层，这种特征在沾化凹陷沙

一下亚段远离物源区相当常见。
３．５　 古生产力和保存条件

地层中藻类化石的高含量通常被作为高生产力

和湖盆水体发育的标志（刘传联和徐金鲤， ２００２；
米立军等， ２００４），故根据实际资料对藻类化石所占

的百分含量，进行了统计，用来反映古湖泊生产力和

古湖盆水体的发育情况。 统计结果显示，沾化凹陷

对应于沙四上亚段、沙三下亚段和沙一下亚段 ３ 套

烃源岩发育时期，藻类含量均为高值，反映了这 ３ 套

地层沉积时均具较高的古生产力。

表 ３ 济阳拗陷沾化凹陷沙一下亚段海绿石中子探针分析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３ Ｎｅｕｔｒｏｎ ｐｒｏｂ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ｇｌａｕｃｏｎｉｔｅ ｉｎ ｔｈｅ ｔｈｅ ｌｏｗｅｒ Ｅｓ１

ｉｎ ｔｈｅ Ｚｈａｎｈｕａ Ｓａｇ， Ｊｉｙａｎｇ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样品来源 ＳｉＯ２ Ａｌ２Ｏ３ ＦｅＯ ＭｎＯ ＭｇＯ ＣａＯ Ｎａ２Ｏ Ｋ２Ｏ Ｈ２Ｏ

标准海相海绿石 ４９．５８ ８．４１ ２１．５９ ／ ３．７５ ０．５１ ０．５５ ７．１１ ８．１２
渤南洼陷 ５０．０４ １２．２０ １４．２０ ／ ４．１５ ０．４７ ０．３５ ５．８７ ９．７５

有机质的聚集和保存是形成优质源岩的另一要

素，沉积有机质只有在缺氧条件下才能保存下来

（金强等， ２００８）。 陆相湖盆中，水体由盐度和温度

形成的分层可导致缺氧环境形成，其中盐湖或咸化

湖水体在重力下形成上下盐度不一致，易形成长久

的分层现象（金强等， ２００８）。 因此了解沉积介质何

时发生咸化，咸化的程度如何有助于分析水体的分

层状态，以判断有机质所处的保存条件如何。
湖泊的盐度也随着湖盆类型的变化而变化。 在

微量元素中，硼元素对古盐度的反映很敏感。 采用

沃克（Ｗａｌｋｅｒ）法计算硼元素的相当量，通过 Ａｄａｍｓ
大量分析所得的回归方程 Ｙ ＝ ０ ９７７Ｘ－７ ０４３，Ｙ 为

水介质的古盐度（‰），Ｘ 为黏土岩中的当量 Ｂ（ ×
１０⁃６），进行计算，获得泥岩沉积时的水介质盐度。
计算表明，沙一早期古湖泊硼元素含量（７２ ～ ８０） ×
１０－６，硼相当量大于 ２００×１０－６，计算古盐度平均值为

１１ ８６‰。 结合前述 ｗ（Ｓｒ） ／ ｗ（Ｂａ）元素比值分析结

果和伽马蜡烷含量在沙一段沉积期达到最高值，说
明沙一早期水体最咸化，故其

水体分层最稳定，有利于有机

质的保存。

４　 讨论

烃源岩形成的控制因素对

湖盆沉积作用的制约是互相关

联的，沙一下亚段源岩发育是

处于沾化凹陷的第一稳定热沉降阶段，沉降速率明

显小于沙四上亚段和沙三下亚段两个主沉降期，应
该不具备高沉降速率形成的深水还原环境。 而且沙

一下亚段气候相比沙三下亚段明显偏干旱，而沙一

段断层活动速率相比沙三下亚段也要小的多，但是

沙一下亚段烃源岩品质比沙三下亚段要好的多，横
向比较来看，构造沉降速率最高、烃源岩最厚的渤南

洼陷沙一下亚段烃源岩品质最差，而构造沉降速率

最小、烃源岩最薄的孤南洼陷沙一下亚段烃源岩品

质最好，也与我们对烃源岩的认识存在矛盾。 这说

明气候和构造沉降不是沙一下亚段优质烃源岩形成

的主要原因，其形成应与湖盆咸化有关。 咸化环境

烃源岩中中低等水生生物来源有机质大量存在，有
机质源自浮游植物、低栖植物和细菌微生物。 沙一

下亚段烃源岩有机质呈纹层状分布，生物生长过程

中的穿层构造多见，这种特征与海洋环境中的底栖

蓝藻细菌的生长特征非常一致，此外沙一下亚段黄

铁矿丰度很高，颗粒细小，常成层分布，也表明沙一

下亚段高盐环境中易形成水体的密度分层和富 Ｈ２Ｓ
的底水环境，有利于有机质的保存和优质烃源岩的

形成。 袁文芳等（２００６）在渤海湾盆地古近纪发现

海百合茎、海胆刺、硅藻和丰度极高的 Ｃ３０４α⁃甲藻甾

烷等，牟晓慧等（２００７）在歧口凹陷沙一段发现颗石

灰岩，葛瑞全等（２００３）在车镇凹陷的沙一段底部发

现了原生海绿石，分子化石表现出 Ｐｒ ／ Ｐｈ 值低（ ＜
０ ９）、伽马蜡烷含量高且变化较大、４⁃甲基甾烷丰富

的特征；笔者等在沾化凹陷见到了原生海绿石（图
９ａ、ｂ）和胶磷矿（图 ９ｃ—ｆ），也进一步说明了沾化凹

陷沙一下亚段沉积普遍遭受了海水影响。 对 １５ 个

海绿石样品中子探针分析（表 ３）表明其为陆相湖泊

中水介质条件与海水介质相近的背景下形成的自生

海绿石，其化学成分与标准海相海绿石相似，反映沉

积时半咸水的古水介质条件。 与全球海平面升降曲

线对比也表明，沙一早期与鲁佩期的海平面上升相

对应（Ｈａｑ ｅｔ ａｌ．，１９８７； 袁文芳等，２００６），这些都表

明渤海湾盆地沙一沉积早期经历过强烈海侵。

０４６ 地　 质　 论　 评 ２０１９ 年



图 ９ 济阳拗陷沾化凹陷沙一下亚段海绿石及胶磷矿显微镜下特征

Ｆｉｇ． ９ Ｍｉｃｒｏｓｃｏｐｉｃ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ｇｌａｕｃｏｎｉｔｅ ａｎｄ ｃｏｌｌｏｐｈａｎｅ ｉｎ ｔｈｅ ｔｈｅ ｌｏｗｅｒ Ｅｓ１ ｉｎ ｔｈｅ Ｚｈａｎｈｕａ Ｓａｇ， Ｊｉｙａｎｇ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ａ、 ｂ） 白云岩中椭圆状海绿石（罗 ３０ 井，１６６９ ６０ ｍ，×２００， （ａ）单偏光，（ｂ）正交偏光）； （ｃ、 ｄ） 鲕粒灰岩中的胶磷矿（虎 １５ 井，１３８５ ２６
ｍ，×４０，（ｃ）单偏光， （ｄ）正交光）；（ｅ） 泥晶灰岩中的胶磷矿（孤南 ２７， ２１５８ ２４ ｍ，×１００， 单偏光）；（ｆ） 泥岩中的碎屑状胶磷矿（义 ６０ 井，
３０１８ ７０ ｍ，×４０， 单偏光）
（ａ，ｂ） ｄｏｌｏｍｉｔｅ ｗｉｔｈ ｅｌｌｉｐｔｉｃ ｇｌａｕｃｏｎｉｔｅ，ｔｈｅ Ｗｅｌｌ Ｌｕｏ⁃３０，１６６９ ６０ ｍ， ×２００；（ａ） ｐｌａｎｅ ｐｏｌａｒｉｚｅｄ ｌｉｇｈｔ， （ｂ）ｐｅｒｐｅｎｄｉｃｕｌａｒ ｐｏｌａｒｉｚｅｄ ｌｉｇｈｔ； （ ｃ，ｄ）
ｃｏｌｌｏｐｈａｎｉｔｅ ｉｎ ｏｏｌｉｔｉｃ ｌｉｍｅｓｔｏｎｅ， ｔｈｅ Ｗｅｌｌ Ｈｕ⁃１５，１３８５ ２６ ｍ， ×４０；（ｃ） ｐｌａｎｅ ｐｏｌａｒｉｚｅｄ ｌｉｇｈｔ；（ｄ） ｐｅｒｐｅｎｄｉｃｕｌａｒ ｐｏｌａｒｉｚｅｄ ｌｉｇｈｔ； （ｅ） ｃｏｌｌｏｐｈａｎｉｔｅ
ｉｎ ｍｉｃｒｉｔｉｃ ｌｉｍｅｓｔｏｎｅ，ｔｈｅ Ｗｅｌｌ Ｇｕｎａｎ⁃２７， ２１５８ ２４ｍ， ×１００， ｐｅｒｐｅｎｄｉｃｕｌａｒ ｐｏｌａｒｉｚｅｄ ｌｉｇｈｔ； （ ｆ） ｃｌａｓｔｉｃ ｃｏｌｌｏｐｈａｎｉｔｅ ｉｎ ｍｕｄｓｔｏｎｅ，ｔｈｅ Ｗｅｌｌ Ｙｉ⁃６０，
３０１８ ７０ ｍ， ×４０， ｐｌａｎｅ ｐｏｌａｒｉｚｅｄ ｌｉｇｈｔ

表 ４ 济阳拗陷沾化凹陷沙一下亚段钻井古盐度分析数据

Ｔａｂｌｅ ４ Ｄａｔａ ｏｆ ｐａｌａｅｏｓａｌｉｎｉｔｙ ｒａｔｉｏ ｉｎ ｔｈｅ ｌｏｗｅｒ Ｅｓ１

ｉｎ ｔｈｅ Ｚｈａｎｈｕａ Ｓａｇ， Ｊｉｙａｎｇ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井号 深度（ｍ） 岩石名称 Ｂ ／ Ｇａ 深度（ｍ） 岩石名称 Ｂ ／ Ｇａ

新义深 ９

２９００．７ 棕灰色水平纹层泥岩 ６．８７ ２９１０．５ 浅灰色泥岩 ６．５８
２９０３．１ 灰褐色油页岩 ７．１９ ２９１３．３ 黄褐色油泥岩 ７．１７
２９０７．８ 深灰色泥岩 ６．７８ ２９１６．６ 深灰色泥岩 ６．７８
２９０９．４ 浅褐色油页岩 ７．３５ ２７１７．９ 浅灰色钙质泥岩 ６．３８

桩 ２５

３２７８．４ 深灰色泥岩 ６．９５ ３２９０．４ 深灰色灰质油泥岩 ７．５９
３２８０．３ 棕褐色油页岩 ７．３９ ３２９２．８ 深灰色泥岩 ７．３６
３２８４．２ 灰褐色灰质油泥岩 ７．５３ ３２９４．５ 深灰色灰质油泥岩 ７．１８
３２８６．０ 深灰色泥岩 ６．９８ ３２９６．３ 深灰色泥岩 ７．０６

孤南 １３２

３２７５．６ 深灰色钙质泥岩 ７．９８ ３２８８．２ 棕褐色灰质油泥岩 ８．４２
３２７９．６ 棕褐色灰质油泥岩 ８．０９ ３２９２．３ 棕褐色灰质油泥岩 ８．５３
３２８３．３ 深灰色钙质泥岩 ７．８５ ３２９５．６ 棕褐色灰质油泥岩 ８．３２
３２８５．８ 深灰色钙质泥岩 ７．７３ ３２９８．５ 深灰色钙质泥岩 ７．９４

　 注：元素 Ｂ 由国家地质实验测试中心测试，元素 Ｇａ 由廊坊物化探研究所测试。

　 　 在缺乏物源注入的前提下，Ｂ、Ｇａ 含量主要与其

本身的化学活动性有关，受沉积环境和成岩作用的

影响较小，所以 Ｂ ／ Ｇａ 值是沾化凹陷沙一下亚段相
对较好的古盐度指标 （王冠民等，
２００５ｂ）。 为使古盐度横向上具有较

好的可对比性，选择沙一下亚段最大

湖泛面及其向下 １０ ｍ 作为对比层位，
为尽量减少古物源和古湖泊表层淡化

水体的影响选择处于各洼陷沉积中心

和远离物源的半深湖或深湖相泥页

岩，在渤南洼陷、孤北洼陷和孤南洼陷

分别选 １ 口典型井，每口井取 ８ 个不

同深度样品，分别测其 Ｂ、Ｇａ 含量，计
算 Ｂ ／ Ｇａ 值，测试结果见表 ４。

从表 ４ 分析数据来看，位于渤南

洼陷的新义深 ９ 井 Ｂ ／ Ｇａ 为 ６ ３８ ～
７ ３５，平均值为 ６ ８９；而孤北洼陷桩

２５ 井实测的 Ｂ ／ Ｇａ 为 ６ ９５ ～ ７ ５９，平
均值 ７ ２６，略高于渤南洼陷；但孤南

洼陷孤南 １３２ 井的 Ｂ ／ Ｇａ 为 ７ ７３ ～ ８ ５３，平均值为

８ １１，明显高于渤南洼陷和孤北洼陷。 由此可见，孤
南洼陷是沾化凹陷沙一下亚段盐度最大的区域，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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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与 ｗ（Ｓｒ） ／ ｗ（Ｂａ）值结论一致，所以沾化凹陷沙一

下亚段海侵是沿孤南洼陷—孤北洼陷—渤南洼陷的

方向进行的。 高盐度导致湖泊的高生产力和良好的

水体分层，是导致孤南洼陷烃源岩品质最好的主要

原因。
沙三段到沙一段沉积时期，渤海湾地区气候没

有明显变化，构造沉降速率逐渐降低，在这种情况下

出现第三纪以来最大的海侵，说明这是一次能量强

大而时间短暂的强海啸事件，这种海啸可能来自较

大天体对附近洋面的撞击的一种灾变事件，如果较

大星体撞入太平洋西部，就有可能产生波及大陆纵

深甚至全球性的特大海啸，在沾化凹型形成了沙一

下亚段这一套优质烃源岩。

５　 结论与启示

（１）沾化凹陷沙一下亚段发育一套优质烃源

岩，由油页岩与油泥岩互层构成，优质烃源岩分布在

渤南洼陷、孤南洼陷和孤北洼陷，烃源岩沉积厚度渤

南洼陷＞孤北洼陷＞孤南洼陷，烃源岩品质孤南洼陷

＞孤北洼陷＞渤南洼陷。 孤北洼陷和孤南洼陷烃源

岩部分达到成熟阶段，对浅层油气成藏具有一定的

贡献。
（２）古生物学标志、地球化学标志分析表明，鲁

佩期海侵导致湖泊的高生产力和良好的水体分层是

沙一下亚段优质烃源岩的主要成因，海侵方向沿孤

南洼陷—孤北洼陷—渤南洼陷推进，导致烃源岩品

质与沉积中心分布存在明显差异。

参　 考　 文　 献　 ／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Ｔｈ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ｗｈｏｓｅ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ｙｅａｒ ｆｏｌｌｏｗｅｄ ｂｙ ａ “＆” ｉ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ｉｔｈ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ｗｈｏｓｅ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ｙｅａｒ ｆｏｌｌｏｗｅｄ ｂｙ ａ
“＃” ｉ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陈建渝， 牛瑞卿， 李水福， 田波， 魏世平． ２００２． 济阳坳陷孤南洼陷

低熟油成藏特征． 地球科学， ２７（４）： ４３５～４４０．
陈中红， 查明， 金强． ２００４． 东营凹陷牛 ３８ 井沙河街组烃源岩生排

烃评价． 地质科学， ３９（３）： ３５６～３６６．
方旭庆， 蒋有录， 罗霞， 赵兰全， 杨永红． ２０１３． 济阳坳陷断裂演化

与油气富集规律． 中国石油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３７（２）： ２１
～２７．

葛瑞全， 宋传春， 淳萍， 王如良， 张多文， 徐洪泽． ２００３． 济阳沾—车

凹陷古近系沙河街组海侵的再认识． 高校地质学报， （９３）： ４５０
～４５６．

姜雪， 邹华耀， 庄新兵， 田金强， 杨元元． ２０１０． 辽东湾地区烃源岩

特征及其主控因素． 中国石油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４３（２）：
３１～３７．

金强， 朱光有， 王娟． ２００８． 咸化湖盆优质烃源岩的形成与分布． 中

国石油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３２（４）： １９～２２．
李进龙， 陈东敬． ２００３． 古盐度定量研究方法综述． 油气地质与采收

率， １０（５）： １～３．
李丕龙． ２００４． 济阳坳陷“富集有机质”烃源岩及其资源潜力． 地学前

缘， １１（１）： ３１７～３２２．
李守军， 王明镇， 郑德顺， 赵秀丽． ２００３． 山东济阳坳陷古近纪的气

候恢复． 山东科技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２２（３）： ６～９．
李伟， 吴智平， 周瑶琪， 郑德顺， 侯旭波． ２００６． 沾化凹陷东北部中

新生代盆地演化过程研究． 煤田地质与勘探， ３４（３）： ２０～２３．
刘传联， 徐金鲤． ２００２． 生油古湖泊生产力的估算方法及应用实例．

沉积学报， ２０（１）： １４４～１５０．
刘培， 蒋有录， 刘华， 熊伟， 李克成， 朱荣伟． ２０１３． 渤海湾盆地沾化

凹陷断层活动与新近系油气成藏关系． 天然气地球科学， ２４
（３）： ５４１～５４７．

刘占红， 李思田， 辛仁臣， 徐长贵， 程建春． ２００７． 地层记录中的古

气候信息及其与烃源岩发育的相关性—以渤海黄河口凹陷古近

系为例． 地质通报， ２６（７）： ８３０～ ８４０．
柳忠泉， 韩立国， 徐佑德， 许世红， 任凤楼， 周丽． ２００８． 济阳坳陷新

生代热演化特征研究． 地质学报， ８２（５）： ６６３～６６８．
罗群， 卫建荣． ２００８． 测井组合识别———地震联合反演法预测薄层生

物灰岩———以沾化凹陷孤北斜坡区沙一段底部为例． 石油天然

气学报， ３０（２）： １０３～１０７．
米立军， 毕力刚， 龚胜利， 吴国瑄， 覃军干， 邵磊， 夏佩芬． ２００４． 渤

海新近纪古湖发育的直接证据． 海洋地质与第四纪地质， ２４
（２）： ３７～４２．

苗建宇， 祝总祺， 刘文荣， 卢焕勇． ２００３． 济阳坳陷古近系—新近系

泥岩孔隙结构特征． 地质论评， ４９（３）： ３３０～３３６．
牟晓慧， 董兆雄， 张建， 李会慎， 李宏军． ２００７． 歧口凹陷沙一段颗

石灰岩的发现及其环境意义． 西南石油大学学报， ２９（５）： ４５ ～
４７．

彭存仓． ２００９． 沾化凹陷断层活动性及其叠合特征． 油气地质与采收

率， １６（５）： ３７～３９．
邱楠生， 李善鹏， 曾溅辉． ２００４． 渤海湾盆地济阳坳陷热历史及构

造—热演化特征． 地质学报， ７８（２）： ２６３～２６９．
渠芳， 连承波， 陈清华， 渠冬芳． ２０１１． 济阳坳陷孤岛油田西南缘油

气运聚方向研究． 地质论评， ５７（２）： ２２３～２３３．
孙耀庭， 徐守余， 张世奇， 刘军， 徐昊清， 郭丽丽． ２０１５ａ． 昌潍坳陷

潍北凹陷孔二段优质烃源岩成因与分布． 地质论评， ６１（３）：
５８７～５９８．

孙耀庭， 徐守余， 张世奇， 刘金华， 巩建强， 孟涛， 李辉． ２０１５ｂ． 沾

化凹陷多元供烃成藏特征及成藏模式． 中国石油大学学报（自
然科学版）， ３９（６）： ４２～４９．

王冠民， 林国松． ２０１２． 济阳坳陷古近纪的古气候区分析． 矿物岩石

地球化学通报， ３１（５）： ５０５～５０９．
王冠民， 任拥军， 钟建华， 马在平， 姜在兴． ２００５ａ． 济阳坳陷古近系

黑色页岩中纹层状方解石脉的成因探讨． 地质学报， ７９（６）：
８３４～８３８．

王冠民， 钟建华， 姜在兴， 操应长． ２００５ｂ． 从济阳坳陷沙一段古盐度

的横向变化看古近纪的海侵方向． 世界地质， ２４（３）： ２４３～２４７．
王广利． ２０１０． 济阳坳陷古近纪分子古生物及其沉积环境． 中国石油

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３４（３）： ８～１１．
徐长贵， 许效松， 丘东洲， 赖维成， 周心怀． ２００５． 辽东湾地区辽西

凹陷中南部古近系构造格架与层序地层格架及古地理分析． 古

地理学报， ７（４）： ４４９～４５９
鄢继华， 张鹏， 陈世悦， 张明军． ２００７． 沾化凹陷断坳转换期层序地

层及沉积特征． 新疆石油地质， ２８（４）： ４６５～４６７．
袁文芳， 陈世悦， 曾昌民． ２００６． 济阳坳陷古近系沙河街组海侵问题

研究． 石油学报， ２７（４）： ４０～４４．
张存霞． ２０１５． 基于岩石薄片分析的介形类化石赋存状态及地质意

义———以济阳坳陷始新统泥页岩为例． 地质论评， ６１（６）： １４０７

２４６ 地　 质　 论　 评 ２０１９ 年



～１４１６．
张林晔， 孔祥星， 张春荣， 周文， 徐兴友， 李政． ２００３． 济阳坳陷下第

三系优质烃源岩的发育及其意义． 地球化学， ３２（１）： ３５～４２．
钟建华， 李勇， 邵珠福， 陈彬， 倪良田， 肖淑明， 赵海燕， 王书宝，

饶孟余， 刘圣鑫， 郝兵， 孙宁亮， 毛毳， 李聪， 田媛， 林刚山．
２０１５． 东营凹陷古近纪沙三中期超深水湖泊的研究． 高校地质

学报， ２１（２）： ３２０～３２７．
Ｂｏｈａｃｓ Ｋ Ｍ， Ｃａｒｒｏｌｌ Ａ Ｒ， Ｎｅａｌ Ｊ Ｅ， Ｍａｎｋｉｅｗｉｃｚ Ｐ Ｊ． ２０００． Ｌａｋｅ⁃ｂａｓｉｎ

ｔｙｐｅ， ｓｏｕｒｃｅ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ａｎｄ ｈｙｄｒｏｃａｒｂｏ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ａ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ｔｒａｔｉｇｒａｐｈｉｃ 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Ｉｎ： Ｇｉｅｒｌｏｗｓｋｉ⁃
Ｋｏｒｄｅｓｃｈ Ｅ Ｈ， Ｋｅｌｔｓ Ｋ Ｒ． ｅｄｓ． Ｌａｋｅ Ｂａｓｉｎ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Ｓｐａｃｅ ａｎｄ
Ｔｉｍ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 Ｇｅｏｌｏｇｉｓｔｓ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Ｇｅｏｌｏｇｙ， ４６： ３～３４．

Ｃｈｅｎ Ｊｉａｎｙｕ， Ｎｉｕ Ｒｕｉｑｉｎｇ， Ｌｉ Ｓｈｕｉｆｕ， Ｔｉａｎ Ｂｏ， Ｗｅｉ Ｓｈｉｐｉｎｇ． ２００２＆．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ｏｉｌ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ｏｆ ｌｏｗ⁃ｍａｔｕｒｅ ｏｉｌ ｉｎ Ｇｕｎａｎ Ｓａｇ，
Ｊｉｙａｎｇ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Ｅａｒｔｈ Ｓｃｉｅｎｃｅ———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２７（４）： ４３５～４４０．

Ｃｈｅｎ Ｚｈｏｎｇｈｏｎｇ， Ｚｈａ Ｍｉｎｇ， Ｊｉｎ Ｑｉａｎｇ． ２００４＆． Ａｎ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ｘｐｕｌｓｉｏｎ ｏｆ ｈｙｄｒｏｃａｒｂｏｎ ｆｒｏｍ ｓｏｕｒｃｅ ｒｏｃｋ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ｈａｈｅｊｉ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Ｗｅｌｌ Ｎｉｕ⁃３８， Ｄｏｎｇｙｉｎｇ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Ｇｅｏｌｏｇｙ， ３９（３）： ３５６～３６６．

Ｆａｎｇ Ｘｕｑｉｎｇ， Ｊｉａｎｇ Ｙｏｕｌｕ， Ｌｕｏ Ｘｉａ， Ｚｈａｏ Ｌａｎｑｕａｎ， Ｙａｎｇ Ｙｏｎｇｈｏｎｇ．
２０１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ｆａｕｌｔｓ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ｈｙｄｒｏｃａｒｂｏｎ
ｅｎｒｉｃｈｍｅｎｔ ｉｎ Ｊｉｙａｎｇ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 ３７（２）： ２１～２７．

Ｇｅ Ｒｕｉｑｕａｎ， Ｓｏｎｇ Ｃｈｕａｎｃｈｕｎ， Ｃｈｕｎ Ｐｉｎｇ， Ｗａｎｇ Ｒｕｌｉａｎｇ， Ｚｈａｎｇ
Ｄｕｏｗｅｎ， Ｘｕ Ｈｏｎｇｚｅ． ２００３＆． Ｒｅ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Ｓｈａｈｅｊｉ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ｒａｎｓ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ｌｅｏｃｅｎｅ ｉｎ Ｚｈａｎ⁃Ｃｈｅ Ｓａｇ （ Ｊｉｙａｎｇ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 Ｇｅｏｌｏｇｉａｃ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 （９３）： ４５０
～４５６．

Ｈａｏ Ｆａｎｇ， Ｚｈｏｕ Ｘｉｎｈｕａｉ， Ｚｈｕ Ｙａｎｇｍｉｎｇ， Ｙａｎｇ Ｙｕａｎｙｕａｎ． ２００９．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ｆｏｒ ｏｉｌ ｄｅｐｌｅ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ｎｒｉｃｈｍｅｎｔ ｏｎ ｔｈｅ Ｓｈｉｊｉｕｔｕｏ ｕｐｌｉｆｔ，
Ｂｏｈａｉ Ｂａｙ ｂａｓ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
Ｇｅｏｌｏｇｉｓｔｓ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９３： １０１５～１０３７．

Ｈａｑ Ｂ Ｕ， Ｈａｒｄｅｎｂｏｌ Ｊ， Ｖａｉｌ Ｐ Ｒ． １９８７． Ｍｅｓｏｚｏｉｃ ａｎｄ Ｃｅｎｏｚｏｉｃ ｓｅａ⁃ｌｅｖｅｌ
ｃｈｒｏｎｏｓｔｒａｔｉｇｒａｐｈｙ ａｎｄ ｃｙｃｌｅｓ ｏｆ ｓｅａ ｌｅｖｅｌ ｃｈａｎｇｅ ／ ／ Ｗｉｌｇｕｓ Ｃ Ｋ，
Ｈａｓｔｉｎｇｓ Ｂ Ｊ， Ｐｏｓａｍｅｎｔｉｅｒ， ｅｔ ａｌ． Ｓｅａ⁃ｌｅｖｅ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Ａ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ＳＥＰＭ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４２： ７１～１０８．

Ｊｉａｎｇ Ｘｕｅ， Ｚｏｕ ｈｕａｙａｏ， Ｚｈｕａｎｇ Ｘｉｎｂｉｎｇ， Ｔｉａｎ Ｊｉｎｑｉａｎｇ， Ｙａｎｇ
Ｙｕａｎｙｕａｎ． ２０１０＆．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ｈｙｄｒｏｃａｒｂｏｎ ｓｏｕｒｃｅ ｒｏｃｋｓ ｉｎ
Ｌｉａｏｄｏｎｇ Ｂａｙ ａｒｅａ ａｎｄ ｉｔｓ ｍａｉｎ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 ４３（２）： ３１～３７．

Ｊｉｎ Ｑｉａｎｇ， Ｚｈｕ Ｇｕａｎｇｙｏｕ， Ｗａｎｇ Ｊｕａｎ． ２００８＆． 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ｉｇｈ⁃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ｓｏｕｒｃｅ ｒｏｃｋｓ ｉｎ ｓａｌｉｎｅ ｌａｃｕｓｔｒｉｎ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Ｕｎｉ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 ３２（４）： １９～
２２．

Ｌｉ Ｊｉｎｌｏｎｇ， Ｃｈｅｎ Ｄｏｎｇｊｉｎｇ． ２００３＃． Ａ ｓｕｍｍａｒｙ ｏｆ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ｏｆ ｐａｌｅｏｓａｌｉｎｉｔｙ． 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 Ｇｅ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１０（５）： １～３．

Ｌｉ Ｐｉｌｏｎｇ． ２００４＆． Ｔｈｅ ｏｒｇａｎｉｃ⁃ｒｉｃｈ ｈｙｄｒｏｃａｒｂｏｎ ｓｏｕｒｃｅ ｒｏｃｋ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ｓ ｉｎ Ｊｉｙａｎｇ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Ｅａｒｔｈ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 １１
（１）： ３１７～３２２．

Ｌｉ Ｓｈｏｕｊｕｎ， Ｗａｎｇ Ｍｉｎｇｚｈｅｎ， Ｚｈｅｎｇ Ｄｅｓｈｕｎ， Ｚｈａｏ Ｘｉｕｌｉ． ２００３＆．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ｏｆ ｃｌｉａｍａｔｅ ｏｆ ｐａｌａｅｏｇｅｎｅ ｉｎ Ｊｉｙａｎｇ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２（３）： ６～９．

Ｌｉ Ｗｅｉ， Ｗｕ Ｚｈｉｐｉｎｇ， Ｚｈｏｕ Ｙａｏｑｉ， Ｚｈｅｎｇ Ｄｅｓｈｕｎ， Ｈｏｕ Ｘｕｂｏ． ２００６＆．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Ｍｅｓｏｚｏｉｃ ａｎｄ Ｃｅｎｏｚｏｉｃ ｂａｓｉｎｓ ｉｎ
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 Ｚｈａｎｈｕａ Ｓａｇ． Ｃｏａｌ Ｇｅｏｌｏｇｙ ＆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３４（３）： ２０
～２３．

Ｌｉｕ Ｃｈｕａｎｌｉａｎ， Ｘｕ Ｊｉｎｌｉ． ２００２＆．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ｏｎ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ｏｆ
ｏｉｌ⁃ｐｒｏｄｕｃｉｎｇ ｌａｋｅ ａｎｄ 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Ａｃｔａ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ｏｌｏｇ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
２０（１）： １４４～１５０．

Ｌｉｕ Ｐｅｉ， Ｊｉａｎｇ Ｙｏｕｌｕ， Ｌｉｕ Ｈｕａ， Ｘｉｏｎｇ Ｗｅｉ， Ｌｉ Ｋｅｃｈｅｎｇ， Ｚｈｕ Ｒｏｎｇｗｅｉ．
２０１３＆．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ｆａｕｌｔ⁃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ａｎｄ ｈｙｄｒｏｃａｒｂｏｎ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ｅｏｇｅｎｅ ｉｎ Ｚｈａｎｈｕａ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Ｂｏｈａｉ Ｂａｙ Ｂａｓｉｎ．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Ｇａｓ 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４（３）： ５４１～５４７．

Ｌｉｕ Ｚｈａｎｈｏｎｇ， Ｌｉ Ｓｉｔｉａｎ， Ｘｉｎ Ｒｅｎｃｈｅｎ， Ｘｕ Ｃｈａｎｇｇｕｉ， Ｃｈｅｎｇ Ｊｉａｎｃｈｕｎ．
２００７＆． Ｐａｌｅｏｃｌｉａｍａｔｉｃ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ｔｒａｔｉｇｒａｐｈｉｃ ｒｅｃｏｒｄｓ ａｎｄ ｉｔ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ｙｄｒｏｃａｒｂｏｎ ｓｏｕｒｃｅ ｒｏｃｋｓ———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ｌｅｏｇｅｎｅ ｓｔｔｒａｔａ ｉｎ ｔｈｅ Ｈｕａｎｇｈｅｋｏｕ ｓｕｂｂａｓｉｎ ｏｆ ｔｈｅ
Ｂｏｈａｉ Ｂａｙ Ｂａｓ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２６（７）： ８３０
～８４０．

Ｌｉｕ Ｚｈｏｎｇｑｕａｎ， Ｈａｎ Ｌｉｇｕｏ， Ｘｕ Ｙｏｕｄｅ， Ｘｕ Ｓｈｉｈｏｎｇ， Ｒｅｎ Ｆｅｎｇｌｏｕ，
Ｚｈｏｕ Ｌｉ． ２００８＆． Ｃｅｎｏｚｏｉｃ ｇｅｏｔｈｅｒｍａｌ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Ｊｉｙａｎｇ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Ａｃｔａ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 ８２（５）： ６６３～６６８．

Ｌｕｏ Ｑｕｎ， Ｗｅｉ Ｊｉａｎｒｏｎｇ． ２００８＆．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ｎｇ ｂｉｏｌｉｍｅｓｔｏｎｅ ｉｎ ｔｈｉｎ ｌａｙｅｒ ｂｙ
ｕ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ｅｔｈｏｄ ｏｆ ｌｏｇｇｉｎｇ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ｊｏｉｎｔ ｓｅｉｓｍｉｃ
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Ｏｉｌ ａｎｄ Ｇａｓ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３０（２）： １０３～１０７．

Ｍｉ Ｌｉｊｕｎ， Ｂｉ Ｌｉｇａｎｇ， Ｇｏｎｇ Ｓｈｅｎｇｌｉ， Ｗｕ Ｇｕｏｘｕａｎ， Ｑｉｎ Ｊｕｎｇａｎ， Ｓｈａｏ
Ｌｅｉ， Ｘｉａ Ｐｅｉｆｅｎ． ２００４＆． Ｄｉｒｅｃｔ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Ｂｏｈａｉ
ｐａｌｅｏｌａｋｅ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Ｎｅｏｇｅｎｅ． Ｍａｒｉｎｅ Ｇｅｏｌｏｇｙ ＆ 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
Ｇｅｏｌｏｇｙ， ２４（２）： ３７～４２．

Ｍｉａｏ Ｊｉａｎｙｕ， Ｚｈｕ Ｚｏｎｇｑｉ， Ｌｉｕ Ｗｅｎｒｏｎｇ， Ｌｕ Ｈｕａｎｙｏｎｇ． ２００３＆．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ｐｏｒ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Ｐａｌｅｏｇｅｎｅ—Ｎｅｏｇｅｎｅ ａｒｇｉｌｌａｃｅｏｕｓ
ｒｏｃｋｓ ｉｎ ｔｈｅ Ｊｉｙａｎｇ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４９（３）： ３３０ ～
３３６．

Ｍｏｕ Ｘｉａｏｈｕｉ， Ｄｏｎｇ Ｚｈａｏｘｉｏｎｇ， Ｚｈａｎｇ Ｊｉａｎ， Ｌｉ ｈｕｉｓｈｅｎ， Ｌｉ Ｈｏｎｇｊｕｎ．
２００７ ＃． Ｔｈｅ ｆｉ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ｃｏｃｃｏｌｉｔｈ ｌｉｍｅｓｔｉｏｎｅ ａｎｄ ｉｔｓ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ｉｎ Ｑｉｋｏｕ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ｉｎ Ｓｈａｈｅｊｉｅ Ｍｅｍｂｅｒ．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 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２９（５）： ４５～４７．

Ｐｅｎｇ Ｃｕｎｃａｎｇ． ２００９ ＃．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ｆａｕｌｔ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ｔｙｐｅ ｉｎ
Ｚｈａｎｈｕａ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 Ｇｅ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１６（５）： ３７～３９．

Ｑｉｕ Ｎａｎｓｈｅｎｇ， Ｌｉ Ｓｈａｎｐｅｎｇ， Ｚｅｎｇ Ｊｉａｎｈｕｉ． ２００４＆． Ｔｈｅｒｍ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ｔｈｅｒｍａｌ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Ｊｉｙａｎｇ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Ｂｏｈａｉ
Ｂａｙ Ｂａｓｉｎ， Ｅａｓｔ Ｃｈｉｎａ． Ａｃｔａ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 ７８（２）： ２６３～２６９．

Ｑｕ Ｆａｎｇ， Ｌｉａｎ Ｃｈｅｎｇｂｏ， Ｃｈｅｎ Ｑｉｎｇｈｕａ， Ｑｕ Ｄｏｎｇｆａｎｇ． ２０１１＆．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ｔｈｅ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ｙｄｒｏｃａｒｂｏｎ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ｃｃｕｍｕ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 ｐａｒｔ ｏｆ Ｇｕｄａｏ ｏｉｌｆｉｅｌｄ， Ｊｉｙａｎｇ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５７（２）： ２２３～２３３．

Ｓｕｎ Ｙａｏｔｉｎｇ， Ｘｕ Ｓｈｏｕｙｕ， Ｚｈａｎｇ Ｓｈｉｑｉ， Ｌｉｕ Ｊｕｎ， Ｘｕ Ｈａｏｑｉｎｇ， Ｇｕｏ Ｌｉｌｉ．
２０１５ａ＆． Ｃｈａｒａ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ａｎｄ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ｉｇｈ⁃ｑｕａｌｉｔｙ ｓｏｕｒｃｅ ｒｏｃｋ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ｍｅｍｂｅｒ ｏｆ Ｋｏｎｇｄｉａｎ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Ｅｏｃｅｎｅ， ｉｎ Ｗｅｉｂｅｉ
Ｓａｇ， Ｃｈａｎｇｗｅｉ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６１（３）： ５８７～５９８．

Ｓｕｎ Ｙａｏｔｉｎｇ， Ｘｕ Ｓｈｏｕｙｕ， Ｚｈａｎｇ Ｓｈｉｑｉ， Ｌｉｕ Ｊｉｎｈｕａ， Ｇｏｎｇ Ｊｉａｎｑｉａｎｇ，
Ｍｅｎｇ Ｔａｏ， Ｌｉ Ｈｕｉ． ２０１５ｂ＆．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ｆｏｒｍｉｎｇ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ｍｕｌｔｉ⁃ｅｌｅｍｅｎｔ ｈｙｄｒｏｃａｒｂｏｎ ｓｕｐｐｌｙ ｉｎ Ｚｈａｎｈｕａ Ｓａｇ．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Ｕｎｉ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 ３９（６）： ４２～４９．

Ｗａｎｇ Ｇｕａｎｍｉｎ， Ｌｉｎ Ｇｕｏｓｏｎｇ． ２０１２＆． Ｅｏｇｅｎｅ ｐａｌｅｏｃｌｉｍａｔｅ ｚｏｎｅ ｓｔｕｄｙ ｉｎ
ｔｈｅ Ｊｉｙａｎｇ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ｏｆ Ｍｉｎｅｒａｌｏｇｙ， Ｐｅｔｒ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３１（５）： ５０５～５０９．

Ｗａｎｇ Ｇｕａｎｍｉｎ， Ｒｅｎ Ｙｏｎｇｊｕｎ， Ｚｈｏｎｇ Ｊｉａｎｈｕａ， Ｍａ Ｚａｉｐｉｎｇ， Ｊｉａｎｇ
Ｚａｉｘｉｎｇ． ２００５ａ＆． Ｇｅｎｅｔｉｃ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ｎ ｌａｍｅｌｌａｒ ｃａｌｃｉｔｅ ｖｅｉｎｓ ｉｎ
ｐａｌｅｏｇｅｎｅ ｂｌａｃｋ ｓｈａｌｅ ｏｆ ｔｈｅ Ｊｉｙａｎｇ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Ａｃｔａ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 ７９（６）： ８３４～８３８．

Ｗａｎｇ Ｇｕａｎｍｉｎ， Ｚｈｏｎｇ Ｊｉａｎｈｕａ， Ｊｉａｎｇ Ｚａｉｘｉｎｇ， Ｃａｏ Ｙｉｎｇｃｈａｎｇ．
２００５ｂ＆．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ｔｒａｎｓｇｒｅｓｓｉｖｅ ｃｈａｎｎｅｌ ｉｎ ｐａｌｅｏｇｅｎｅ ｄｅｄｕｃｅｄ ｂｙ
ｌａｔｅｒ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ｐａｌａｅｏｓａｌｉｎｉｔｙ ｉｎ ｆｉｒｓｔ ｍｅｍｂｅｒ ｏｆ Ｓｈａｈｅｊｉ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Ｊｉｙａｎｇ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Ｇｅｏｌｏｇｙ， ２４（３）： ２４３～２４７．

３４６第 ３ 期 宫红波等：济阳坳陷沾化凹陷沙一下亚段优质烃源岩成因分析



Ｗａｎｇ Ｇｕａｎｇｌｉ． ２０１０＆． 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 ｐａｌｅｏｎｔ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ｉｔｓ 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ｏｃｅｎｅ Ｊｉｙａｎｇ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Ｃｈｉｎ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Ｕｎｉ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 ３４（３）： ８～１１．

Ｘｕ Ｃｈａｎｇｇｕｉ， Ｘｕ Ｘｉａｏｓｏｎｇ， Ｑｉｕ Ｄｏｎｇｚｈｏｕ， Ｌａｉ ＷｅｉＣｈｅｎｇ， Ｚｈｏｕ
Ｘｉｎｈｕａｉ． ２００５＆．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ｓｔｒａｔｉｇｒａｐｈｉｃ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ｓ
ａｎｄ ｐａｌａｅｏ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ｌｅｏｇｅｎｅ ｉｎ ｃｅｎｔｒａｌ—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Ｌｉａｏｘｉ
Ｓａｇ， Ｌｉａｏｄｏｎｇｗａｎ Ｂａｙ Ａｒｅａ． Ｊｏｕｒａｌ ｏｆ Ｐａｌａｅｏ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７（４）： ４４９
～４５９．

Ｙａｎ Ｊｉｈｕａ， Ｚｈａｎｇ Ｐｅｎｇ， Ｃｈｅｎ Ｓｈｉｙｕｅ， Ｚｈａｎｇ Ｍｉｎｇｊｕｎ． ２００７＆．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ｓｔｒａｔｉｇｒａｐｈｙ ａｎｄ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ｏｆ ｆａｕｌｔ⁃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 ｐｅｒｉｏｄ ｉｎ Ｚｈａｎｈｕａ Ｓａｇ． Ｘｉｎｊｉａｎｇ 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 Ｇｅｏｌｏｇｙ， ２８
（４）： ４６５～４６７．

Ｙｕａｎ Ｗｅｎｆａｎｇ， Ｃｈｅｎ Ｓｈｉｙｕｅ， Ｚｅｎｇ Ｃｈａｎｇｍｉｎ． ２００６＆．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ｍａｒｉｎｅ
ｔｒａｎｓ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Ｐａｌｅｏｇｅｎｅ Ｓｈａｈｅｊｉ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Ｊｉｙａｎｇ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Ａｃｔａ Ｐｅｔｒｏｌｅｉ Ｓｉｎｉｃａ， ２７（４）： ４０～４４．
Ｚｈａｎｇ Ｃｕｎｘｉａ． ２０１５＆． Ｏｓｔｒａｃｏｄ ｆｏｓｓｉｌ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ｉｎ ｓｅｃ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ｉｔｓ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Ｅｏｃｅｎｅ ｓｈａｌｅ ｏｆ Ｊｉｙａｎｇ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６１（６）： １４０７～１４１６．

Ｚｈａｎｇ Ｌｉｎｙｅ， Ｋｏｎｇ Ｘｉａｎｇｘｉｎｇ， Ｚｈａｎｇ Ｃｈｕｎｒｏｎｇ， Ｚｈｏｕ Ｗｅｎ， Ｘｕ
Ｘｉｎｇｙｏｕ， Ｌｉ Ｚｈｅｎｇ． ２００３＆． Ｈｉｇｈ⁃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ｉｌ⁃ｐｒｏｎｅ ｓｏｕｒｃｅ ｒｏｃｋｓ ｉｎ
Ｊｉｙａｎｇ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ｃａ， ３２（１）： ３５～４２．

Ｚｈｏｎｇ Ｊｉａｎｈｕａ， Ｌｉ Ｙｏｎｇ， Ｓｈａｏ Ｚｈｕｆｕ， Ｃｈｅｎ ｂｉｎ， Ｎｉ Ｌｉａｎｇｔｉａｎ， Ｘｉａｏ
Ｓｈｕｍｉｎｇ， Ｚｈａｏ Ｈａｉｙａｎ， Ｗａｎｇ Ｓｈｕｂａｏ， Ｒａｏ Ｍｅｎｇｙｕ， Ｌｉｕ
Ｓｈｅｎｇｘｉｎ， Ｈａｏ Ｂｉｎｇ， Ｓｕｎ Ｎｉｎｇｌｉａｎｇ， Ｍａｏ Ｃｕｉ， Ｌｉ Ｃｏｎｇ， Ｔｉａｎ
Ｙｕａｎ， Ｌｉｎ Ｇａｎｇｓｈａｎ． ２０１５＆． Ｔｈｅ ｕｌｔｒ⁃ｗａｔｅｒ ｌａｋｅ ｏｆ Ｍｉｄｄｌｅ Ｓｈａ⁃３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ｄｕｒｉｎｇ Ｐａｌｅｏｇｅｎｅ ｉｎ Ｄｏｎｇｙｉｎｇ Ｓａｇ， ＮＥ Ｃｈｉｎａ．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 ２１（２）： ３２０～３２７．

Ｏｒｉｇｉ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ｈｉｇｈ⁃ｑｕａｌｉｔｙ ｓｏｕｒｃｅ ｒｏｃｋｓ ｉｎ ｔｈｅ ｌｏｗｅｒ Ｅｓ１

ｏｆ Ｚｈａｎｈｕａ Ｓａｇ， Ｊｉｙａｎｇ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ＧＯＮＧ Ｈｏｎｇｂｏ１ ）， ＳＵＮ Ｙａｏｔｉｎｇ２）， ＬＩＵ Ｊｉｎｇ３）， ＬＩ Ｈｕｉ３）

１） 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ｈｅｎｇｌｉ Ｏｉｌｆｉｅｌｄ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ＳＩＮＯＰＥＣ， Ｄｏｎｇｙｉｎｇ，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２５７０１５；
２）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Ｂｉｎｚｈｏｕ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Ｂｉｎｚｈｏｕ，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２５６６００；

３） 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ｈｅｎｇｌｉ Ｏｉｌｆｉｅｌｄ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ＳＩＮＯＰＥＣ， Ｄｏｎｇｙｉｎｇ，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２５７０１５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Ｔｈｅ Ｚｈａｎｈｕａ Ｓａｇ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ｔｈｒｅｅ ｓｅｔｓ ｏｆ ｓｏｕｒｃｅ ｒｏｃｋｓ， ｗｈｉｃｈ ｉｎｃｌｕｄｅ ｔｈｅ ｕｐｐｅｒ Ｅｓ４（ ｔｈｅ ４ｔｈ
Ｍｅｍｂ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Ｅｏｃｅｎｅ Ｓｈａｈｅｊｉ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 ｔｈｅ ｌｏｗｅｒ Ｅｓ３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ｏｗｅｒ Ｅｓ１（ｉ．ｅ． ｔｈｅ ４ｔｈ， ３ｒｄ ａｎｄ １ｓｔ Ｍｅｍｂ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Ｅｏｃｅｎｅ Ｓｈａｈｅｊｉ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ｒｅ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ａ ｆｅｗ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ｎ ｓｏｕｒｃｅ ｒｏｃｋｓ ｏｆ ｔｈｅ ｌｏｗｅｒ Ｅｓ１ ｂｅｆｏｒｅ．

Ｍｅｔｈｏｄｓ：Ａｎａｌｙｚｅｄ ｓｏｕｒｃｅ ｒｏｃｋｓ ｑｕａｌ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ｌｏｗｅｒ Ｅｓ１ ｉｎ ｔｈｅ Ｚｈａｎｈｕａ Ｓａｇ ｂｙ ｕｓｉｎｇ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Ｒｅｓｕｌｔｓ：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ａｔ ｓｏｕｒｃｅ ｒｏｃｋｓ ｏｆ ｔｈｅ ｌｏｗｅｒ Ｅｓ１ ｈａｄ ｈｉｇｈ ａｂｕｎｄａｎｃｅ ｏｆ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ｍａｔｔｅｒ， ｗｈｉｃｈ
ｋｅｒｏｇｅｎ ａｒｅ ｍａｉｎｌｙ ｔｙｐｅⅠ， ａｒｅ ｈｉｇｈ⁃ｑｕａｌｉｔｙ ｈｙｄｒｏｃａｒｂｏｎ ｓｏｕｒｃｅ ｒｏｃｋｓ． Ｓｏｕｒｃｅ ｒｏｃｋｓ ｄｅｐｏｓｉｔｅｄ ｃｅｎｔｅｒ ｉｓ ｌｏｃａ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Ｂｏｎａｎ Ｓｕｂｓａｇ， ｂｕｔ ｂｅｓｔ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ｓｏｕｒｃｅ ｒｏｃｋｓ ｓｉｔｕａ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Ｇｕｎａｎ Ｓｕｂｓａｇ． Ｐａ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ｈｙｄｒｏｃａｒｂｏｎ ｓｏｕｒｃｅ ｒｏｃｋｓ
ａｒｅ ｉｎ ｍａｔｕｒｅ ｓｔａｇｅ ｉｎ ｔｈｅ Ｇｕｂｅｉ Ｓｕｂｓａｇ ａｎｄ ｔｈｅ Ｇｕｎａｎ Ｓｕｂｓａｇ，ｓｏ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ｓｈｏｕｌｄ ｐａｙ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ｔｏ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ｌｏｗｅｒ Ｅｓ１ ｈｙｄｒｏｃａｒｂｏｎ ｓｏｕｒｃｅ ｒｏｃｋｓ． 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ｓｈｏｗ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ｅｃｔｏｎｉｃ ｓｕｂｓｉｄｅｎｃｅ ｒａｔｅ ｗａｓ ｓｍａｌｌｅ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ｗａｓ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 ｓｕｂ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ｔｏ ｗａｒｍ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ａｒｉｄ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ｄｕｒｉｎｇ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 ｐｅｒｉｏｄ ｏｆ ｔｈｅ ｌｏｗｅｒ Ｅｓ１ ｉｎ ｔｈｅ Ｚｈａｎｈｕａ Ｓａｇ， ｄｉｄｎ＇ｔ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ｉｇｈ⁃ｑｕａｌｉｔｙ
ｈｙｄｒｏｃａｒｂｏｎ ｓｏｕｒｃｅ ｒｏｃｋｓ． Ｈｉｇｈ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ａｎｄ ｇｏｏｄ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ｌｕｍｎ ｃａｕｓｅｄ ｂｙ ｈｉｇｈ ｓａｌｉｎｉｔｙ ｗａｓ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ｒｅａｓ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ｉｇｈ⁃ｑｕａｌｉｔｙ ｈｙｄｒｏｃａｒｂｏｎ ｓｏｕｒｃｅ ｒｏｃｋｓ ｉｎ ｔｈｅ ｌｏｗｅｒ Ｅｓ１ ． Ｈｉｇｈ ｓａｌｉｎｉｔｙ ｗａｓ ｄｕｅ ｔｏ ｍａｒｉｎｅ
ｔｒａｎｓ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ｉｎ Ｌｕｐｅｎ．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Ｍａｒｉｎｅ ｔｒａｎｓｇｒｅｓｓｉｖｅｄ ａｌｏｎｇ ｔｈｅ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Ｇｕｎａｎ Ｓｕｂｓａｇ—Ｇｕｂｅｉ Ｓｕｂｓａｇ—Ｂｏｎａｎ Ｓｕｂｓａｇ，
ｃａｕｓｅｄ ｔｈｅ Ｇｕｎａｎ Ｓｕｂｓａｇ ｈａｄ ｂｅｓｔ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ｓｏｕｒｃｅ ｒｏｃｋｓ ｔｈｏｕｇｈ ｉｔ ｗａｓ ｎｏｔ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 ｃｅｎｔｅｒ ａｎｄ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ｃｅｎｔｅｒ．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ｈｉｇｈ⁃ｑｕａｌｉｔｙ ｓｏｕｒｃｅ ｒｏｃｋｓ； ｔｈｅ ｌｏｗｅｒ Ｅｓ１（ ｔｈｅ １ｓｔ Ｍｅｍｂ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Ｅｏｃｅｎｅ Ｓｈａｈｅｊｉ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ｓ； ｐａｌｅｏｃｌｉｍａｔｅ； ｍａｒｉｎｅ ｔｒａｎｓ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Ｚｈａｎｈｕａ Ｓａｇ， Ｊｉｙａｎｇ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Ａｃ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ｍｅｎｔｓ： Ｔｈｉ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ｓ 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ａｊｏｒ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Ｎｏ．： ２０１１ＺＸ０５００６⁃００３）
Ｆｉｒｓｔ ａｕｔｈｏｒ： ＧＯＮＧ Ｈｏｎｇｂｏ， ｍａｌｅ， ｂｏｒｎ ｉｎ １９８０，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 ｍａｉｎｌｙ ｅｎｇａｇｅｄ ｉｎ ｍｉｎｅｒａｌ ｓｕｒｖｅｙ ａｎｄ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Ｅｍａｉｌ： ｇｏｎｇｈｏｎｇｂｏ．ｓｌｙｔ＠ ｓｉｎｏｐｅｃ．ｃｏｍ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ａｕｔｈｏｒ： ＳＵＮ Ｙａｏｔｉｎｇ， ｍａｌｅ， ｂｏｒｎ ｉｎ １９７８， ｓｅｎｉｏｒ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 ｍａｉｎｌｙ ｅｎｇａｇｅｄ ｉ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ｆ

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 ｇｅｏｌｏｇｙ， Ｅｍａｉｌ： ｓｙｔ１９７９＠ ｓｉｎａ．ｃｏｍ
Ｍａｎｕｓｃｒｉｐｔ ｒｅｃｅｉｖｅｄ ｏｎ： ２０１８⁃０９⁃０８；Ａｃｃｅｐｔｅｄ ｏｎ： ２０１９⁃０３⁃２０； Ｅｄｉｔｅｄ ｂｙ： ＬＩＵ Ｚｈｉｑｉａｎｇ
Ｄｏｉ： １０．１６５０９ ／ ｊ．ｇｅｏｒｅｖｉｅｗ．２０１９．０３．００９

４４６ 地　 质　 论　 评 ２０１９ 年


